
□王欣悦

三峡库区腹地，柑橘飘香。
“产量、产值‘双丰收’！”重

庆市忠县果业发展中心主任熊
长春盘点，“2024 年全县柑橘
产量 50 万吨、综合产值 65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1.1% 、
30%。”

忠县有 2000 多年柑橘种
植历史，却一度面临品种单一、
技术落后、市场化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忠县立足资源禀
赋，大力推动柑橘产业发展走
向市场化、规模化，有效带动
20多万果农增收致富。

走进重庆（忠县）现代农业
柑橘产业园柑橘分拣车间，只
见金黄色的柑橘从 42 个出口
鱼贯而出。“分拣线不但以大
小、重量分选柑橘，还能以水
分、糖酸比、外部瑕疵等标准进
行精准分类。”产业园负责人程
标说。

此外，“柑橘密集上市、密
集下市是行业痛点，也是产业
发展的着力点。”熊长春介绍，
忠县目前正在建设 50 万立方
米的冷库，力争一年四季都有
柑橘可卖。

同时，忠县深耕果品精深
加工，让小柑橘卖出好价钱。

在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鲜果经过预清洗、
再清洗、人工筛检、榨汁等环
节，被制成浓缩汁或鲜橙汁。

“我们的产品已出口 10余个国
家，今年将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改造关键设备，争取让产量大
幅增长。”车间负责人燕朝聪
说。

为把柑橘“吃干榨尽”，忠
县投入 3000 万元建成现代化
柑橘皮渣利用加工厂，让柑橘
皮渣变成橙皮丁、香精油、畜牧
饲料等“抢手货”。

数据跳动，又一笔柑橘大
宗交易成交——75 吨鲜果即
将从忠县发往湖南。

重庆三峡柑橘交易中心的
大屏上，成交动态、价格行情等
实时数据一目了然。“平台已经
成功促成 213笔订单。”重庆三
峡柑橘交易中心产业部副部长
付斌直言，线上平台打破了传
统的流通渠道和地域限制，让
交易更高效便捷。

为推动柑橘走向品牌化、
高端化，忠县还打造统一区域
公用品牌——“忠橙”，统一授
权使用、统一产品分级、统一品
牌包装、统一产品溯源、统一监
管保护。如今，“忠橙”品牌效
应明显，已销往 30 多个国家，
累计出口 7000余吨，形成常态
化出口机制。

“从传统种植到现代产业，
从单一销售到精深加工，柑橘
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果
果’。”忠县县委书记李电表示。

（来源：《人民日报》）

依山就势柑橘香

讯息

□沈虹冰 王泽昊

不沿边不靠海不依城，距
大城市西安65公里，陕西省礼
泉县袁家村扎根本乡本土，走
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破穷”：求变的关键抉择

冬日的关中平原寒意阵
阵，但袁家村却是一派火热气
象。村子里锣鼓声、秦腔声此
起彼伏，游人如织的小吃街飘
来诱人的香味……

村口不远处，有一栋4层民
宿，这是村民袁旭的家，当年村
里最早开农家乐的农户之一。
20多年前，这里是简陋的砖房，
时过境迁，袁旭的房子越建越
好，春节期间一房难求。

“去年，花了 300 多万元装
修升级，重新开门迎客。没想
到短短十几年，我们家就发生
了如此大的变化。”坐在宽敞的
客厅，袁旭思绪万千。

20世纪90年代末，水泥厂
等村办企业陆续倒闭。村集体
经济路在何方？几近没落的袁
家村面临抉择。

彼时三秦大地改革春潮涌
动，旅游业方兴未艾。经过广
泛的讨论，村民将目光聚焦在
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要大胆尝试，农
家饭、农家景对城里人是个‘稀
罕物’。”毅然辞去咸阳市公务
员工作、回到村里的村民郭占

武，因为有经验、有才干，在村
民推举下当起了村支书，带着
大伙说干就干。

2007 年，零星的几家农户
开门做起了农家乐，当年营收
立竿见影。次年，越来越多的
农户加入其中，乡村旅游不断
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袁家村渐
渐火了起来。

小吃街一店一品，甑糕、羊
肉泡馍等上百种小吃，挑动着
食客的味蕾；不断丰富的秦腔、
皮影戏等民俗艺术，为游客奉
上传统文化的盛宴；民宿、酒
吧、咖啡馆等也如雨后春笋般
多了起来……袁家村的业态日
渐丰富。

不少人感叹，“与其说是在
售卖美食、民俗，不如说是在售
卖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将四
面八方和城里的客人揽‘下
乡’，袁家村农文旅发展的路子
走对了。”

“破卷”：做香“一锅饭”

眼看游客越来越多，郭占武
却犯起了愁。“没有只升不降的
波浪，稳住客流才是真本事。”

彼时，陕西境内模仿袁家
村的“民俗村”多达70多家，同
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回答好

“游客凭啥非得来我家”这个根
本问题，成为“破卷”的关键。

郭占武召开村民大会集思
广益，梳理思路，一条朴素的发

展逻辑逐渐清晰——打造品
质。

不破不立，村“两委”从改
造体制机制入手。

袁家村对集体资产进行股
份制改造，将油坊、豆腐坊、面
坊等商户转为合作社，以股份
为纽带，打造村民利益共同体。

起初很多村民不理解，心
存抱怨，“凭什么我家好好的生
意要让别人来插一脚？”

郭占武带着村“两委”班
子，挨家挨户解疑释惑，“一家
独大势必会形成木秀于林的结
果，没了森林，一棵树也难活下
去……”

小到醋坊，大到酒店，袁家
村立下规矩，让全体村民和商
户交叉持股。

日复一日，制度的优势逐
渐显现。村民广泛持股，纷纷
把“鸡蛋装进更多的篮子里”，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利益格局，集体经济的蛋糕越
做越大。

“人人参股、共享收益”，袁
家村人不约而同地把食品质量
视为“生命线”——要求所有食
材由村子各作坊统一把关供
应，确保质量，实行闭环管理。

全村拧成一股绳，倒逼品
质不断提升。关中小吃这块金
字招牌越擦越亮，袁家村的“关
中味道”历久弥香。

如今全村30多个合作社支
撑起各类业态发展，用村民的
话说，“大家做香一锅饭，都想

端牢这个金饭碗。”去年，袁家
村旅游营收突破12亿元。

“破圈”：古老村落焕发新气象

农家乐变美食天堂，乡村
游变民俗游，袁家村破圈的脚
步不停歇。

“商业模式一直在变，袁家
村要紧跟时代步伐。不能关起
门搞发展，要把眼光放长远。”
郭占武盘算起一个宏大的计划
——让袁家村“破圈、进城、出
省”。

带着在市场上多年积累下
的好口碑，袁家村人走出村子，
让地道的“关中味道”飘向更远
方。

2015 年，袁家村第一家城
市体验店在西安开业，30 多种
小吃原汁原味地从农村搬进了
商场，创下了当时“投资500多
万元，仅用9个月全部回本”的
商业奇迹。

自此“袁家村”作为品牌，
陆续在西安、咸阳等城市落地
开花，目前已开设17家城市体
验店。与此同时，还在青海、山
西、河南等地建设了袁家村地
域民俗体验景区。

“靠着‘三产带二产促一
产’的融合发展体系，袁家村一
步一个脚印完成了逆袭，这对
当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着宝
贵的借鉴意义。”西北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院长马莉莉说。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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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丽 记者 王平

日前，浦东新区塘桥街道
临沂北路100弄小区院内，人头
攒动、气氛热烈。一场备受瞩
目的授牌仪式在这里盛大举行
——浦东电信与塘桥街道正式
为浦东首家“翼家云社区”授
牌。

今年 65 岁的居民黄志强，
入住 100弄小区已 37年，见证
了这里的许多变化。谈及“翼
家云社区”，他满是感慨：“以
前老旧的楼道门形同虚设，经
常有各类人员随意进出，现在
街道引入并安装了与家中相连
的电信智能门禁系统，不仅保
障了安全，家里如果有啥东西
坏了，还可以用门口的电信

‘hello 老友亭’，点击便民服
务，维修师傅很快就上门解决
了，真是帮了大忙。”他的话
语，道出了众多居民对“翼家
云社区”的期待与认可。

此次落地塘桥街道临沂北

路 100 弄小区的“翼家云社
区”，正是浦东电信响应“数
字中国”战略、落实“为民服
务”理念的生动实践成果。它
汇聚了天翼智慧社区的优势能
力，以智慧社区平台为坚实依
托，借助先进的智云网络，融
入前沿的AI技术，充分发挥数
据的核心价值，全方位赋能塘
桥街道的社区治理与居民生
活。

从社区安全保障维度来
看，“翼家云社区”构建起了
一套全方位、可视化的智慧安
全防护体系。依托大、中、小
三屏触点，无缝连接门禁、安
防等各类设备，成功打通智慧
社区与全屋智能的通道。居民
通过家中设备就能直观了解社
区安全动态，家庭与社区实现
高效联动，安全感油然而生。
这种创新的安全保障模式，不
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体验，更
为城市社区安全管理提供了新
的思路与方法。

居民生活便利性的提升同
样显著。智能停车系统有效缓
解了社区停车难题，让居民不
再为寻找车位而烦恼；智能充
电桩的配备，满足了电动车日
益增长的充电需求，为绿色出
行提供有力支持；丰富多样的
社区便民服务涵盖生活各个方
面，从日常购物到生活缴费，从
医疗服务到文化活动，居民足
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便捷高效的
生活服务，极大地提升了生活
品质。

在基层治理层面，“翼家云
社区”的价值很大。通过数据
共享和智能分析技术，社区相
关数据实现实时汇聚，管理者
通过一个屏幕就能实现全面管
理。这一创新模式有效减轻了
基层工作负担，提高了治理效
率，让社区治理更加智能、精
准、高效，为城市基层治理现代
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

除“翼家云社区”外，塘桥

街道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还积
极推进多项创新举措。全力打
造的数字社工项目，利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技术实现基层事
务智能化处理，大大提升了基
层治理效率；推出的“hello老友
亭”，嵌入“小邻通”便民服务模
块，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提
供了便捷的生活服务，有效解

决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完
成的南泉菜场智慧化改造，不
仅改善了购物环境，还通过智
慧运营管理，实现了食品安全
可追溯，保障了居民的“菜篮
子”安全。这些举措与“翼家云
社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共
同构建起塘桥街道智慧社区的
完整生态。

“翼家云社区”落户塘桥 智慧变革重塑社区生活

讯息

□王佳妮 金丹

灵蛇起舞贺新春。日前，
浦东新区书院镇外灶村为当地
村民带来了一场极具乡土风情
的乡村“村晚”迎接新一年春
天的到来。

在 喜 庆 祥 和 的 氛 围 中 ，
“村晚”在舞龙表演 《瑞气盈
门》中热闹开场。老百姓身边
的 才 艺 达 人 化 身 闪 耀 “ 民
星”，在舞台上各显神通，带
来了一台集歌舞、说唱、太
极、民乐演奏、情景朗诵、非
遗民俗表演于一体的精彩演

出，生动展现了宜居宜业宜游
的新时代农村新风貌。文化

“活”起来，乡村动起来，台
上精彩纷呈，台下掌声、喝彩
声此起彼伏，共同奏响了乡村
振兴的华美乐章。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
动现场还设置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草根书法家们
挥毫泼墨，落笔有力，行云流
水之间一幅幅笔力遒劲、风格
迥异的春联便呈现眼前。村民
朋友们欣赏着笔墨未干的对
联，一笔一画都跃动着喜庆和
祥和。石雕、传统杆秤制作技

艺、芦苇编织等书院镇非遗项
目以设摊展示的形式，让现场
观众与非遗传承人互动交流，
切实感受书院非遗的文化魅
力。

一场接地气、冒热气、聚人
气、添喜气的“村晚”活动为春
天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文化亮
色，本次“村晚”以全面推进乡
村文化振兴为新起点，通过独
具特色的编排与多元的表现形
式，展现了书院镇在乡村振兴
战略下的新风貌和新活力。

近年来，书院镇围绕“文化
书院”的建设目标，不断深化乡

村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深入挖掘书院历史、乡
愁记忆、红色文化等各类资源，
打造更多独具特色的文化惠民
品牌，让越来越多的书院群众

“参与文化、享受文化”，持续抒
写书院发展故事、展现乡村振
兴成果、演绎群众身边日常、唱
出百姓幸福心声，构建更加美
好的精神家园。

书院镇将继续拓展和丰富
“村晚”品牌内涵和外延，助
推文旅融合，打造更多具有影
响力的乡村文化品牌，让乡村
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书 院“ 村 晚 ”乡 土 风 情 浓

“检察蓝”
化解百姓忧

□王韵怡

前不久，沈某的女儿将一
面写着“检察为民 情系百姓
监督公正 执法如山”的锦旗赠
送给宝山区检察院，对检察官
帮助沈某撤销错误婚姻登记表
示感谢。

冒名顶替的结婚登记曾给
沈某夫妇带来诸多生活不便，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案
件后，第五检察部干警驱车前
往沈某结婚所在地调查相关事
实，并到相关行政机关调取相
关婚姻登记信息。经工作人员
查询，证实确实存在冒名顶替
的情况。为进一步查证事实，
宝山区检察院邀请 3名人民监
督员与行政机关代表、案件当
事人共同参加公开听证。

根据公开听证的意见和结
果，宝山区检察院依法向行政
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行政
机关依法撤销当事人婚姻登记
信息的同时，加强婚姻登记审
查工作，仔细核查办理婚姻登
记人员身份信息，避免出现冒
名顶替、弄虚作假的情况。同
时加快婚姻登记信息网络建
设，便于登记机关能够通过婚
姻登记系统全面掌握当事人的
婚姻登记状况，避免出现错误、
重复登记的情况。

一面锦旗，既是一声感谢，
也是人民群众对宝山行政检察
工作的肯定。下一步，宝山区
检察院将继续深入开展“检护
民生”专项行动，用心用情办好
每一起民生案件，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王擅文 记者 王平

日前，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联合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
报的《全生命周期共建长三角企
业商业秘密保护联盟》成功入选
2024年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优
秀案例。自2023年商业秘密保

护联盟成立以来，上海青浦、江
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依法打击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商业秘密
侵权行为，不断深化商业秘密全
生命周期保护举措，取得了较好
成效。为进一步深入推进跨区
域检察协同工作的稳步开展，积
极谋实事、出实效，2月21日，青

吴嘉三地检察机关齐聚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一场干货
满满、实践性强的知识产权检察
工作通气会掀起区域协作新浪
潮。

在通气会上，三地检察机
关围绕各自的工作重心和工作
设想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大家
都充分认识到，要持续强化政治
担当、深化改革创新，以更高效
率和更实做法，切实提升 2025
年长三角一体协同检察履职的
工作效能。

2025 年，针对知识产权检
察工作，三地检察机关计划加大
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协作力度，依
托服务保障进博会知识产权全
链条保护中心，持续做好常态化
保护，推动设立上海张江西岑科
创园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中
心，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
知识产权全流程保护；推动建立

商业秘密保护联动机制，贯彻落
实《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共同
推进商业秘密保护的若干意
见》，扩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商业秘密保护联
盟”，协同共建商业秘密全生命
周期保护大格局，致力于打造长
三角执法司法标准协同；协同开
展普法宣传和源头治理，梳理近
年知识产权案例、做法，多形式、
多角度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普法，
聚焦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
未来产业等领域，鼓励重点企
业、行业协会等共建知产保护立
体防线。

后续，三地检察机关将不
懈努力，从“谋划”，到“实干”，做
优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护航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护航长三角知
识产权新质生产力，以更实的成
效共同绘就长三角检察机关协
同答卷。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检察协作再升级

□彭奕凯

进入滇池东岸的海晏村，
落日余晖将沙滩染成金色，游
客们举着相机定格落霞的绝美
瞬间。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
古渔村，曾是滇池渔业文化的
缩影，如今因“最美日落打卡
地”闻名遐迩。

“光是今年春节假期，村里
就接待了20多万名游客，拉动
消费480多万元。”云南省昆明
市滇池度假区海晏社区党委书
记李龙指着改造一新的民居
说，通过“政府+村集体+企业”
的模式，村内引入民宿、咖啡
馆、非遗工坊等业态，闲置民房
通过租赁的方式“摇身一变”成
商铺，昔日的闲置资产成了村
民们的“摇钱树”。

在海晏村村口的“落日集
市”，摊位上五彩斑斓的手工艺
品与新鲜果蔬交相辉映，孩童们
在人群中穿梭嬉戏，欢笑声不绝
于耳。摊主杨大姐正忙着售卖
豌豆粉和老酱鱼。“以前靠捕鱼
为生，现在在家门口摆摊，日子
比过去红火多了！”她笑着说。

海晏村不仅保留着古渔村
的青瓦白墙，还通过修缮历史

建筑、保护历史文物古迹，让游
客在美景中感受和读懂滇池渔
业文化。据统计，2024 年海晏
村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村集
体经济收入超过256万元，同比
上升近 40%，居民人均收入也
大幅增长。

“第一天开业就卖了700多
块钱，没想到家门口就能赚
钱！”来到晋宁区上蒜镇牛恋村
小渔村民小组的“甜咪西小馆”
里，咖啡香气与滇池清风交织，
老板李甜甜和笔者分享着返乡
创业的喜悦。她说，自己是“家
乡宝”，很开心在家就能挣到
钱，不用在外奔波。

2022 年，牛恋村通过整村
改造，将荒滩变为湿地景观，引
入星空营地、婚礼宫等新业态，
村集体与企业合作成立运营公
司，带动当地村民就业。自此，
村子变景区、村民变业主和职
工，这个昔日的传统渔村走上
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靠水吃水”有了“新吃法”。
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海晏村

和牛恋村。近两年来，昆明在滇
池沿岸共183个自然村落中，选
取46个重点村进行改造提升。
从海晏村的落日余晖到牛恋村

的星空营地，从百草村的药香袅
袅到杨林港村的白族风情，滇池
沿岸46个重点村正以“一村一
策”的个性化发展，书写着农文
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答卷。

数据显示，2024年46个重
点村全年客流量超千万人次，
营业收入达5.4亿元，村民人均
增收近千元。

今年春节期间，滇池绿道
外海段一期试运营，对公众开
放。这条风光旖旎的滇池绿
道，以“生态优先”的理念，巧妙
地将 46 个重点村落、8 大湿地
公园及历史古景串联成链。游
客穿行其间，可驻足“七彩云

桥”观鸥鸟齐飞，亦可漫步青石
板路探访古村。

绿道的建设，既守护了高
原湖滨湿地生态，又将分散的
文旅资源整合为“环滇池乡村
生态旅游圈”，带动沿线村庄实
现产业融合升级，成为生态保
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鲜活
案例。

在这里，绿水青山不仅是
自然馈赠，更成为驱动产业升
级、村民共富的核心动能。随
着“诗与远方”在滇池畔不断具
象化，这条由滇池绿道串联起
来的“翡翠项链”正闪耀出更加
夺目的光芒。 （来源：新华社）

滇池畔46个村庄“串珠成链”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